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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卖花姑娘一身宋制，摇着扇
子，身后背了个装着荷花的箩筐。卖花郎
是唐时装扮，挑了个扁担，一头挑了一筐
含苞待放的荷花，一头挑着雨伞、灯笼和
杂物箱。

据西湖“卖花姑娘”陈喜悦透露，她
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一名 2022届文物保护
与修复专业毕业生。这是她和伙伴“一
青”在毕业季时在西湖边发起的“挑一担
夏天”公益活动。视频中的“卖花姑娘”，

其实是送花姑娘。活动中，她和“一青”
与路人问答，并赠送荷花，送祝福好运

“莲莲”。
陈喜悦说，在“挑一担夏天”公益活

动前，她也做过很多作品，在圈内关注度
比较高。以往创作经历：2020年制作了科
普璎珞的《宝络珠璎饰华裳》浏览量达 600
万，微博转发破万。2022年讲述两宋女子
服饰廓形流变的《青山影重重》发布当天
转发量破 5000，微博全站热榜 36 名。

2023年被浙江卫视《丹青中国心》节目组
邀请作为节目嘉宾和妆造指导，参与了节
目内的造型指导与设计。其中一期的《百
子图》复原舞蹈，被外交部在国际社交平
台上点赞。

正是基于之前已有多次创作的积
累，也对传统服饰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她
在这次活动的服化道准备上也是“熟能
生巧”。而此次的公益行动，因为路人拍
摄的一段视频在网上走红了。对此，她
直言，“没想到。但走红的不是我，是传
统文化。”

那么，西湖“卖花姑娘”为何出圈？
有媒体评论该事件为：西湖“卖花姑

娘”走红见证了“中国式浪漫”。也有媒体
报道称：“西湖边‘卖花姑娘’走红，以创新
传承汇聚文化自信。”

在某个面向年轻群体的社交网站上，
不少网友在视频下方点赞并留言：“创意
和形式都不错，给西湖带来了人文景观。”

“货郎的演员挑得好，被他的笑容一下子
带入了。”“真是创意十足的行为艺术！”

“再现临安市井生活，跟《清明上河图》里
走出来似的。”

在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中国长三角纪录片创作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沈爱国看来，西湖“卖花姑娘”受到广
泛关注，得益于传播形式的创新，不再拘
泥于文献记载、教育、口传身授，而是以更
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让古画里
的卖货郎形象走入现代都市中，形成了传
统和现代的强烈反差，使情景画面深入人
心，更有记忆点。“传统文化，‘活’起来，才
能火起来。” （据中国新闻网）

西湖“卖花姑娘”
为何火出圈？

近日，浙江杭州西
湖边“卖花姑娘”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了许多
人的关注和点赞，“好
像画中人！”“变成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了！”“看
的第一眼，感觉自己入
了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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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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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五十六）

佛教自公元 67 年传入中国已近
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历
朝历代修建的寺庙无以计其数，在岁
月的更替演进中，真是不知“多少楼
台烟雨中”。佛教寺院是出家人进行
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信徒顶礼膜拜
的地方，因为它大多建筑在当地的名
山或城市风景名胜之地，故而也渐渐
成为人们游赏观瞻的一个去处。大的
寺院豪奢，小的寺庙简朴，不论在什么
时候它都曾寄托着众多善男信女在现
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某种理想。久而
久之，寺的历史内涵和岁月承载便显
露出它的文化分量，它的空静和神秘
吸引更多的人来探访、寻幽，哪怕是废
弃已久的寺庙，人们也希望看到一丝

“佛”的痕迹。历代文人们在游览之
际，难免诗兴大发，以此抒发感怀，所
以很多寺庙中都能看到历代留存的
诗作，著名的自不待说，而一些地处偏
僻又不知名的小寺也有前人的诗作
就显得比较稀奇了，如宁夏中宁县的
石空寺。

石空寺位于中宁县城北 15公里处
的双龙山南麓，双龙山古代称之为石
空山，石空寺也由此得名，说是寺庙，
实际上是一个石窟。由于这里东临黄
河，傍山依水山依水，，风景十分秀丽风景十分秀丽。。近代著近代著
名方志学家名方志学家、、金石学家张维在其所著金石学家张维在其所著
的的《《陇右金石录陇右金石录》》中记载中记载：：““石空寺以寺石空寺以寺
得名得名，，寺创于唐时寺创于唐时，，就山形凿石窟就山形凿石窟，，窟内窟内
造像皆唐制造像皆唐制。。””由此表明它是唐代丝由此表明它是唐代丝绸

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宗教文化遗存，有
着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明清之际，
石空寺石窟已经是中卫的十景或十二
景之一，号称“石空夜灯”或“石空灯
火”。景观之地，自然有诗作添彩，其
中有名的如明代西安右卫千户杨郁在
游览石空寺后写下的一首七言律诗
《石空古寺》：

劳生不了漫匆匆，匹马冲寒过石空。
古洞仰观山拥北，洪涛俯瞰水流东。
一方有赖藩篱固，千里无虞道路通。
倚遍危栏情未已，淡烟衰草夕阳中。

这首诗选自《弘治宁夏新志》，诗
题一作《石空山》。作者在诗中道出了
自己在漫漫征旅中辛劳一生，“匹马”
冒寒路经石空，看到了石空寺石窟的
情状并对此进行了描述：石窟高居于北
山之上，俯瞰洪涛汹涌的黄河东流，人
们也只能仰观石窟。表明石空寺石窟
居高临下，鸟瞰一切，使人敬畏。随之
更深一层地讲述了一方安定、千里通达
的情形，说明久无战事，天下太平。作
者兴之所至，登高一游，发出了“倚遍危
栏情未已，淡烟衰草夕阳中”的无限感
慨。杨郁是明代的一个中下级军官，
该诗倒写得不错，文味十足，尤其是结
尾两句颇有情怀尾两句颇有情怀，，为石空寺留下了难为石空寺留下了难
得的一笔得的一笔。。

清代乾隆年间的当地官员兼诗人清代乾隆年间的当地官员兼诗人
罗元琦罗元琦、、黄恩锡等人也有诗作传世黄恩锡等人也有诗作传世。。
罗罗元琦的诗作是元琦的诗作是《《石空灯火石空灯火》：》：

洞壑嵌空最上乘，翠微台殿控金绳。
半空错落悬星斗，知是花龛礼佛灯。

这首诗选自《乾隆宁夏府志》卷二
十一“艺文·诗”。罗元琦是云南石屏
人，清代文学家，著有《兰陔堂诗集》。
他先后任过中卫候补知县、知县，后任
陇西知县。清代《宁夏府志》记载：“石
空大佛寺石壁峭立，中空如陶穴，宏敞
可坐数百人，因石镂成像，梵宇皆依山
结构，每夜僧人燃灯，远望如星悬天
际”。罗元琦的诗描写的就是此景。之
后任中卫知县的黄恩锡写有一首《登石
空寺》的诗：

健足临高阁，披云上佛台。
河流环池曲，梵刹倚山开。
树隐烟光含，风鸣雨势来。
僧闲留客久，茶热劝添杯。

这首诗选自《道光续修中卫县志》
卷十“艺文编·铭诗”。登临高阁佛台，
环顾四周景致：“河流环池”“梵刹倚山”

“树隐烟光”“风鸣雨来”，热情的僧人添
茶留客，一幅悠闲自在的场景，有诗情，
有画意，把石空寺的安闲寂静融入到了
诗人的性情之中，意蕴无限。罗元琦与
黄恩锡都是云南人，又前后在中卫任
职职，，为石空寺留下了诗作为石空寺留下了诗作，，不能不说是不能不说是
一段奇巧的缘分一段奇巧的缘分。。

清乾隆三十三年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1768年年））江苏无江苏无
锡人顾光旭任宁夏知府锡人顾光旭任宁夏知府，，他曾游历石空他曾游历石空
寺寺，，也写有一首也写有一首《《石空寺石空寺》》的诗的诗：：

策马石空寺，登临畏及冬。
佛灯明古窦，僧语咽残钟。
白日有寒色，青山无参容。
了然绝尘想，不必问降龙。

这首诗选自《宁夏文史》第七辑
（宁夏文史研究馆编，1990 年 12 月
版）。诗写的是冬日石空寺的景象，除
了佛灯闪烁不灭，一切都比较索然。
结尾两句提到了佛的本心真意，也表
达了作者的含蓄的想法。顾光旭是诗
人兼书法家，在当时很有名气，后来署
四川按察司使，著有《响泉集》《梁溪
诗钞》。石空寺是一处佛教石窟，历
经千年兴废，在发展过程中，使儒释
道三教合一，甚至还有喇嘛教的文化
遗存。这种融合多民族信仰、多文化
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在全国范围内也
是比较罕见的。石窟内一些群体雕
塑集天庭地府、人鬼神佛为一体，尽
管怪诞奇异，但想象十分丰富，超出
了一般人的思维，虽经岁月侵蚀和人
为破坏，仍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尤显
珍贵。

石空寺历史源远流长石空寺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内涵文化内涵
丰富丰富，，又有诗风遗韵留存又有诗风遗韵留存，，是宁夏境是宁夏境
内一处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内一处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其石其石
窟高大奇特窟高大奇特，，各种塑像生动逼真各种塑像生动逼真，，壁壁
画用笔细腻画用笔细腻，，独具特色独具特色，，是宁夏及毗是宁夏及毗
邻地区远近闻名的佛教寺院邻地区远近闻名的佛教寺院，，19611961 年年
被自治区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被自治区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单位。。

石空寺
张 嵩

孜尔尕哈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西
北 12公里盐水沟旁的却勒塔格山脉的丘陵地带，这
些洞窟开凿的年代比较集中，大致可分为 2个时期，
前期为公元 6—7世纪，后期为公元 8世纪以后。

“尕哈石窟早年未经保护时，风沙会灌入洞内，
再加上山区经常出现强降雨，石窟损坏很严重。”盛
夏时节，32岁的谢文博像往常一样，来到克孜尔尕哈
石窟 30号窟修复被病害侵扰的龟兹壁画。

除尘、注胶、加固……这支龟兹壁画修复师团队
一共 4人，负责人谢文博和 3位队员何文辉、张小江、
张文爱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修复工作。

作为一名“90后”，谢文博从事龟兹壁画修复工
作已有 10个年头，众多龟兹壁画都被他“医治”过。

“龟兹壁画历经千年岁月会出现各种病害：起甲、脱
落、酥碱等，我们要根据不同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
案。”谈起壁画修复，谢文博说，修复起甲壁画主要是
增加颜料层与地仗层的粘结力，具体工艺有除尘、注
射粘结剂、滚压等，修复酥碱壁画还要采用加固与脱
盐相结合的方法。

无论是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还是位于库
车市的克孜尔尕哈石窟，都开凿于却勒塔格山深
处。龟兹壁画修复师远离城市喧嚣，日复一日地面对
壁画，陪伴他们的只有寂寥的风声。（据《工人日报》）

“面壁”苦修 让光彩再现

8月14日，观众与展出的苏绣互动。
当日，锦绣中华·紫禁之巅——传统织染绣艺术

与生活展在北京景山公园开幕。展览分为“铺锦列
绣——刺绣技艺类”“天孙织锦——织造技艺类”两
大板块，通过展览、展示、展演等形式手段展出与北
京中轴线相关的纺染织绣非遗项目。 新华社发

国风劲起，潮涌鹏城。首届“新国潮·新文创·新
消费”文化展览会将于 8月 18日在深圳启幕。四大
主题展区，超 500家单位参展，展品种类涉及文旅、文
创、艺术、科技多个领域……“新国潮”作为现代时尚
景观中的创意呈现，将传统文化之美和当下生活之
用紧密结合，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展览征集了德高望重的首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锡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徐亚凤等顶级工
艺美术大师的一批精品力作。其中，张松茂高 2米的
六条屏巨幅作品《昌江帆影》堪称绝品、高 1.8米的四
条屏《牡丹迎春》精美绝伦；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王采
的巨幅粉彩瓷板画《水浒一百零八将》气势恢宏，既
是精品也是孤品；王锡良大师晚年创作的《双寿》《相
约山上看古松》《风尘三侠》作品也将震撼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青海省玉树州西部的治多
县，将以“万里长江第一县”为主题，参加展览。在
长期生产生活中，世居于此的藏族人创造出独特的

“嘎嘉洛”游牧文化，挤牛奶、磨炒面、织氆氇、唱山
歌、跳卓舞、说唱格萨尔王故事、演绎嘎嘉洛婚俗。
治多县委副书记、县长普措格来表示，治多县将把历
史悠久的歌舞文化带到展会上，让观众感受藏区人
文之美。其次以牧民文化为创意，老百姓感兴趣的
文创产品也将亮相展会。充满牧区特色的“3R”产
品，包括肉制品、绒制品与乳制品也将会被带到展会
当中，让观众品尝，展示产业上的创新与发展。除了
展示源头人的风采，普措格来更希望通过这次展会，
让民众看到不一样的创新与创意产品，特别是各地
乡村振兴领域的新思路，新模式，通过“新国潮”文展
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去关注那一方百姓，助力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多方位促进牧民增收，让他们安心守
护源头。 （据《深圳特区报》）

追寻文化根脉 汇聚精品人文
首届“新国潮·新文创·新消费”文化展览会即将开幕

老板李强（左）和伙计为客人准备沏茶的开水。
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杨柳河畔，有一个已有百

年历史被称为观音阁的老茶馆。相传茶馆在百年前
的一场大火中幸存。青砖加木质结构的老茶馆斑驳
破旧，木柱木梁灰青小瓦，脱落的石灰墙中可见原先
打底的竹篱。正中屋檐处一扇天窗和两头的进门处
能透进些许自然光线，使屋里显得较为昏暗。茶馆
的地面保持着原先的硬土，久而久之已经坑坑点点
形成错落不平的纹理。老茶馆现已被列为成都第五
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新华社发

自 1953 年出版以来，新中国第一部
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已走过 70年。

迄今已印行 6亿多册，是全世界发行
量最大的工具书，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
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
这是一本辞书的影响力。

《新华字典》初版收字 6800多个，最
新版收字约 1.3 万个，第 12 版收录了点

赞、二维码、打卡等语词——这是一本字
典记录下的时代变迁。

一部《新华字典》，陪伴了新中国几
代读者开蒙识字，记录着一个国家前行的
脚步，浓缩着几代人的记忆，为普及全民
族的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修订到第 12版。每一个新版面
世后，下一个新版的修订工作就随即开
始。1950 年，新华辞书社成立，《新华字
典》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新华字典》收录
的很多词语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迁和国
家的文明进步。如 2004年第 10版收录了
光纤、基因、克隆等，2011年第 11版收录
了福祉、愿景、民生等，2020年第 12版收
录了打卡、点赞、二维码等，以语词记录着
共和国的发展变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员康辉说，无
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演播室，播音员、主
持人几乎人手一册《新华字典》，“观众把
我们的发音当作标准读法，我们把《新华
字典》作为标准”。

为了核实一个地名，修订者要翻检全
部已出版的地图，还要实地勘察，用实地
调查获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比，只有地
图、文献和实地调研在音形义上都一致，
没有矛盾时，才能最终确定地名的读音和
字形。例如广西宾阳的“呇（mèn）塘”，甘

肃积石山的“癿（bié）藏”等地名就是在实
地调研后确定的。再比如“焗油”这个词，
第 9版的撰稿者为了给出准确的释义，曾
两次去理发店做焗油，体验了每一步过
程，最终才做出了准确的解释。

《新华字典》有一个“大学者编小字
典”的优秀传统。70年来，一批又一批新
中国文化建设者们以崇高的精神品格编
纂、修订和出版《新华字典》，叶圣陶、魏建功、
邵荃麟、丁声树、陈原、王力、吕叔湘、周祖谟、
曹先擢等，都先后参与过这本小字典的编
纂修订。语言学家曹先擢是《新华字典》
1971 年版修订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也是
《新华字典》第 10版的学术顾问。“曹先生
认真极了，哪怕一个字的问题，也会用几
百字甚至更多的篇幅，以讲解的方式加以
批评，委婉中透着严厉。在小小的卡片
上，我们看到了曹先生认真严谨的修典学
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新华字典》第 12版的修订主持人程荣程
荣回忆道。

13印张，19.9元——这是《新华字典》
第 12版学生版本的价格。“现在一般图书
的定价是一个印张 3元到 6元，但学生版
本的价格，也就是每个印张仅仅一块五毛
多一点。”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顾青说，多年来《新华字典》始终低定价，

是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用上标准、规范的
工具书。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华字典》还承
担起助力教育脱贫、建设文化民生的历史
重任。2010年，有关偏远山区孩子缺字典
的报道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以《新华字典》
为依托，社会各界掀起了用字典助力教育
脱贫的公益行动。2012年，《新华字典》纳
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范畴，至
今已有近 2亿册《新华字典》发放到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手中。

近 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播音
部、商务印书馆等众多文化机构持续关注
乡村教育，开展“字典下乡”“小乡村，大课
堂”“放飞梦想的翅膀”等系列公益活动，
设立《新华字典》奖学金，建立乡村阅读中
心，相关助教、扶贫活动已覆盖吉林、陕
西、内蒙古、四川、福建等 20多个省份。

数字时代，为了方便读者，新版《新
华字典》首次同步推出纸质版和应用程序
（App）。单色本和双色本在正文各页增加
了一个二维码，用《新华字典》App扫码，
就可看到当页所有字头的部首、笔画、结
构等信息，免费收听标准读音、观看笔顺
动画、查检知识讲解等，全面实现了融合
出版的二次升级。（据《人民日报》）

《新华字典》走过七十年

多版本《新华字典》。（资料图片）


